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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创新案例】

首都高校助力

新时代文明实践机制化常态化品牌化

　　近年来,首都文明办精准对接首都高校资源优势,积极探索服

务群众新路径新思路,进一步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,

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“精神加油站”。

抓联合共建,推动高校助力文明实践“机制化”。制定以信仰

行、红色行、古都行、文艺行、志愿行、园区行六项机制为抓手的

“‘京’彩文化 青春绽放”1+6行动计划,围绕理论研究宣传、红色文

化研究与传播、历史文化活化与利用、文艺创作与演出、志愿者服

务、文化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等内容,建立健全首都高校师生常态

长效参与文明实践工作机制,为首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注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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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春力量。一是建立文明实践“创新合伙人”机制。广泛吸纳首都

高校等单位成为“创新合伙人”,将北京大学博物馆、清华大学艺术

馆等近百家单位打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,进一步扩大文明实践

“朋友圈”,畅通高校与地区联动互动渠道,推动首都高校资源直通

基层群众。通过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联盟等形式,推动首都高校与

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所、站签约结对,聘请高校骨干教师成为新时

代文明实践高校宣讲团成员,加强互动合作,共同服务市民群众。
二是建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机制。将高校思政教育资源

引向中小学校,辐射周边市民群众。将每月最后一个周末确定为

“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日”,为引导高校师生利用“推动日”开展文明

实践活动提供制度安排。三是建立高校与文明实践所(站)挂点联

系机制。引导高校学生党支部与社区、村镇、企业等基层党支部联

合共建,源源不断地为基层文明实践工作提供人才支持。北外学生

党支部与海淀区四季青镇闵航南里社区党总支以“红色1+1”的形

式结为对子,以“大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”为核心,面向闵航南

里社区老党员、老战士、老同志等居民,密集开展故事采访、转写、整
理、叙述等工作,形成了一批饱含“中国精神”的中英文普通人故事,
为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抓志愿服务,推动高校助力文明实践“常态化”。依托“志愿

行———首都高校力量参与志愿服务工作机制”,发动首都高校师生

积极参与文明实践,利用“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日”、重大事件、重
要时间节点等经常性开展丰富多彩、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志愿服

务,使助力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融入日常经常、常见常新。一是志愿

服务常态化。组织开展“青春与志愿同行”“文化志愿 青春微笑”
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,引导首都高校师生积极参与国庆70周年、
建党百年、服贸会、北京文化论坛等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以及“名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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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汇”志愿行、“书香未来”志愿行、“非 FUN 创意”志愿行等。
特别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,1.8万名赛会优秀大学生志

愿者参与对外联络、竞赛运行等十类志愿服务,累计服务时长394
万小时,书写了“双奥之城”志愿服务新华章。清华园街道文明实

践所,充分发挥清华大学退休教师余热,建立起涵盖文艺、医疗等

不同领域的42支志愿服务队伍,常态化服务社区不同年龄段居

民,形成了校所循环互动服务的良好局面。二是科学解惑常态化。
组织动员高校师生参与每月“科学”流言榜活动,运用科学方法澄

清社会流言,推出相关辟谣内容,科学解答食品安全、转基因、医学

药品等群众关心的问题。用好高校院所内部阵地资源,长年开展

科普讲坛、沙龙、展览等各种文明实践活动,辐射带动新思想、新风

尚在高校及周边社区的传播。其中,“格致论道·海淀”科学文化

演讲文明实践活动,观看直播人次已达100多万,演讲视频在互联

网总访问量已超过1亿次。三是服务创城常态化。依托清华大学

新闻与传播学院、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等舆情调

研分析平台,适时了解掌握社情民意,开展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

发布和文明城区创建测评活动,助力文明城区创建,助推新时代文

明实践提质增效。
抓精品项目,推动高校助力文明实践“品牌化”。突出首都高校特

色优势,加大扶持培育力度,着力打造精品项目,推出了一批有实效、
可持续、能推广的知名品牌。一是注重打造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品

牌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辖区8所院校的马克

思主义学院,组建了“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讲习团”,组织引导各院长

以志愿者身份主动深入街道社区进行宣讲,在引导市民群众自觉践行

党的创新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,形成了“院长讲习”品牌。清华大

学博士生讲师团广泛开展“沉浸式宣讲”“师生联讲”“接力宣讲”等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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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宣讲,使理论宣讲更鲜活、更“入味”、更具“青年感”。这些宣讲新

模式已向全国40多所高校推广,已成高校青年宣讲知名品牌。北京

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持续开展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读书会”活动,
引导广大青年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,品悟马克思主义真理,近年来已

开展活动800多场,吸引10万余人次参与,获得广泛好评。二是注重

打造关爱老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品牌。面对中国进入老年社会的严峻

形势,“夕阳再晨”科技助老志愿服务项目积极发动北京邮电大学等20
多所高校大学生加入,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带着电脑手机走进文明实践

中心、所、站、基地,通过科技大讲堂和一对一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教授

老年人学习电脑、智能手机等电子科技产品的基本使用方法,帮助老

年人更好融入信息科技社会,树立了良好的公益品牌。三是注重打造

传递文明新风的时尚品牌。北京林业大学充分发动大学生参与“垃圾

分类”文明实践活动,全校大学生投身“垃圾分类”志愿服务,形成了

“高校垃圾分类”品牌,荣获市级和海淀区“垃圾分类先进集体”称号,
在全市产生了良好的辐射带动作用。此外,北京市还推动形成了首都

高校师生广泛参与的“甘心相助”课后暖心公益课堂、“我是小书虫”周
末故事会等众多品牌,有效推动了文明实践出彩出新。

(精神文明宣传教育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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